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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E5_89_8D_E4_c45_72752.htm 审计 审计科目考试，考生要多

注重实务性的东西；实务性的东西主要涉及：实际的工作经

验，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比如关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试算

平衡表的编制，甚至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各种单据的流转过

程等。 考审计应当建立在已经对其余的四门课程熟悉的情况

下，因为对审计教材中提到的相关内容是一带而过的，而细

节问题却在相关的其他教材中有体现。比如审计教材中第十

六章中提到“关注被审计单位本次验资申请的注册资本是否

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限额”，而对于具体的限额规定则在经

济法教材中第四章《公司法》中有明确规定。 审计是建立在

会计的基础上，想通过审计，会计一定要学好，通过近几年

考试题目的分析，会计知识所占的比重占到了35%左右。另

外，审计教材中需要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最主要包括：关

于典型的审计程序的内容；关于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的内容

；内部控制的有关内容最好也要熟练记忆。 要分析历年考题

，归纳总结，分类对比。从近几年考试的试题分析不难看出

，除了对基础知识的考核外，主要侧重对综合知识的考核。

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过程中不能搞条块分割，章节独立，要

前后连贯，对各个章节，相同类似处，归集整理，加深知识

的综合掌握。 全真模拟，反复练习。模拟题是考试的试金石

，通过模拟练习，可以查漏补缺，什么地方没复习到，什么

地方掌握的还不彻底，什么地方可以不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合理调整复习时间和内容。另外，限时



做模拟题，可以演练自己的答题速度，有利于考场上充分发

挥。 关注新增加的知识。一般说来，学习也好，考试也罢，

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将知识应用于工作实际，因此，对于辅导

教材中出现的新知识，我们是非学不可的，某种程度上也是

考试的难点和重点，很有可能是必考的内容。 经济法 《经济

法》科目考试的考点分布广、题量大，但其考试命题也是有

一定的规律可循的。考生应特别关注的是： 教材重点内容。

本课程的内容按照其重要性排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

层次：为非常重要的内容，考生必须要掌握的。包括：第四

章公司法、第六章破产法、第七章证券法、第八章合同法(总

则)、第十二章票据法。 第二层次：为次重要的内容。包括第

二章企业法、第三章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第五章外商投

资企业法、第九章合同法(分则)、第十一章支付结算法律制

度、第十三章知识产权法。 第三层次：为非重点章。包括第

一章经济法基础知识、第十章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第十四章

会计法。 关注今年教材新增加和变动的内容。尤其是今年辅

导教材根据新实施的《公司法》对第四章进行了重写，新增

了许多内容。因此，该章内容的分值在今年考试中将占有相

当大的比例，且综合题中至少有一题会涉及本章内容。至于

原来考试所占分值最大的第七章证券法，由于今年辅导教材

根据新实施的《证券法》作了相应的变动，缩减了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章规定，特别是删除了原来在考试中占有重要地

位的“股票发行的具体条件”、“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内容

。使得本章内容与以往年度比较就显得单薄得多了，估计本

章考试在今年考试中所占的分值较以往年度将有所降低。 重

点关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



和规定，《公司法》中和《合同法》章节中均有所涉及，交

叉的地方非常多，主要包括在教材第90页、第110页和第225

页中。这部分是2006年考试及其重要的地方，综合题考查的

可能性很大。 考生可重点复习2004和2005年的考试真题。考

前冲刺阶段一定要以重点内容为主线复习，重点内容一定要

认真理解记忆，非重点的内容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点到为

止。如果考生在考前1周还在研究诸如结汇与售汇的区别、储

值卡与专用卡的区别等问题的话，那么他很难完成经济法的

复习任务。 考生要做考前模拟演练，尽量模拟考试的环境，

以考试要求的时间独立完成几套模拟试题，这样的演习对于

实战很有帮助。另外，参加网上辅导比较方便的是做练习和

听课可以不用动笔写，但是考试是一定要动笔的，所以，一

定要多做实际的模拟题，加快解题和写字的速度，避免因为

写字慢而造成很多会答的题却没有时间答的尴尬。 合理的学

习时间、正确的学习方法、充足的睡眠休息、正常的临场发

挥，是取得考试成功的关键。祝各位考生顺利地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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